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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　
广州腾讯大厦项目以 BIM 技术为基础，实现了全专业参与的正向设计、智能化设计、适应性
设计工具自主研发、模块化集成设计与数模协同交付等创新应用。基于 BIM 技术，项目协调
了 23 家参与方共同推进工程项目；完成 BIM 交付 52 次；共计出图 6807 张；BIM 正向设
计出图率 93%；结合 BIM 完成了节点设计，管线综合及幕墙深化等工作，减少了变更、洽
商数量。项目实现了以唯一轻量化全息模型为载体的，全口径正向设计、全过程策划管理、
全系统三维设计、全专业成果交付。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 BIM 正向设计。

以BIM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正在引发全球建筑行业的第三次产
业革命。对于中国建筑行业而言，正在面临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整
体提升与信息化转型的双重考验。广州腾讯大厦项目，是在这样
的技术背景下，典型正向设计的代表。

图 1  广州腾讯大厦项目效果图

广州腾讯大厦项目位于广州市琶洲国际会展中心A区电商园内紧
邻珠江，总建筑面积17.4万㎡。项目分为南、北两个地块，北塔
高45m，南塔高207m，两栋高层塔楼之间通过多个空中平台进

行连接，是一座以开放的姿态，彰显了垂直城市人文主义的超高
层建筑。建筑以平台、连桥、坡道与周边城市公共空间之间建立
了多样化的联系，底层商业功能和公共大露台，为公众活动创造
了场所，让建筑与人之间的交流充满了活力。其中，南塔按照高
度梯级设置有4个大悬挑景观平台，将会议室等办公私享空间嵌
入其中，打造了情趣各异的村落空间。为了引入光线，设计将南
塔主形体进行削切，形成了南、北向峡谷区的倾斜式幕墙，将江
影、人影映射其中。

项目实现了全专业参与的正向BIM设计、智能化设计、适应性设
计工具自主研发、模块化集成设计与数模协同交付等BIM技术的
创新应用。

图 2  广州腾讯大厦项目平台部位模型与整体剖透模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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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团队各专业设计人员直接通过Revit软件开展三维设计。团队
实时更新建筑、结构、机电全专业模型。根据设计效果，各专业
随时进行碰撞检查以及设计优化。

设计团队将整个建筑划分为十大类系统：几何控制系统、室外工
程、外围护、建筑、结构、暖通空调、给排水系统、强电系统、
弱电系统、属性系统。每一类根据设计与建造逻辑分为一级系
统、二级子系统（或构件）、三级子系统（或构件），以此类
推，直至所有系统全部划分到构件为止。根据“方案-初设-施工
图”的设计推进流程，详细策划每个系统的BIM应用内容与主责
专业。

图 3  广州腾讯大厦项目各专业BIM模型

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实行专业负责人与BIM负责人双负责制，建筑
专业主要负责空间布局、材料控制、相关算量统计、管线综合、
净高校验；结构专业主要负责结构系统搭建与结构计算；机电系
统主要实现了三维的管线布置与机房详图的布置；BIM负责人主
要负责模型拆分与整合、中心模型维护、视图样板制作、批量出
图等工作。此外，还增加的幕墙系统和楼电梯系统。由此，搭建
了面向全专业正向BIM设计的组织架构与生产模式。

图 4  项目团队组织架构图

项目团队严格按照上述系统划分、组织架构、生产模式与技术要
求开展工作，实现了全专业三维协同，完成了初步设计审查、消
防报审、施工图审查、幕墙交付、施工图交付。

项目实现了地下室、平台甲板、村落等复杂空间的一体化工程设
计与实时设计验证。例如七层平台，由整层桁架架设在跨越城
市快速路的两个建筑体量上，平台上自由错落的村落结构布置在
整层桁架上方且局部外挑，塑造了平台微环境。平台处的机电管
线、结合主体结构上的地板架空层和结构下的桁架间隙空间进行
布置。通过三维切片的方法，对关键部位进行扫描与管综校验，
完成了各专业设备、设施高度集成化的空间利用。

图 5  峡谷区域幕墙模型与BIM模型协同出图示意图

项目实现了实时的管线综合与净高控制，为工程交付、深化设
计、施工提供了有效的指导。实现了结构梁柱系统、建筑门窗系
统、厨卫系统、建筑面积一键出量，为建筑概预算提供了有效的
参考与支撑。

图 6  地下室坡道部位BIM模型净高校核示意图

图 7  办公区层走道区域管线综合图

一、全专业参与的正向BIM设计



自动化技术驱动工程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

广州腾讯大厦项目通过Dynamo进行图形化编程，实现了疏散距
离的智能化设计与校核。在疏散出口处放置RPC人，同时获取当
前激活视图中所有的面积。通过算法获取面积的角点作为起始

二、基于Dynamo的智能化设计

点。通过行进路线的API，批量生产从起始点到出口位置的行进
路线。用过滤器判断行进路线是否小于37.5米，若大于37.5米，
则对该路线标红提示。进而实现开敞空间疏散距离的自动生成与
校核。

项目团队通过Dynamo编程还实现了标准单元编号批量处理。通
过Dynamo编辑程序中的“BuiltInCategory”节点，获取所有族
类别，并设置为停车位。将族信息和编号数据输入UI界面，自动
根据样条曲线的走向完成停车位、幕墙等标准单元的自动编号。
该方法使同类设计工作的效率提高了80%，同时保证了编号与族
元素的100%匹配。

图 10  车位自动编号图图 9  疏散距离自动生成图

图 8  疏散距离Dynamo编译过程示意图

项目团队对于设计工具的态度也从被动的应用，逐渐尝试进行以
专业信息融合、设计成果标准化、生产效率提升为目标的设计工
具自主研发。

以所有工程项目中必备的建筑工程材料做法表为例。针对传统设
计方法中，材料做法表无法与BIM三维模型联动且材料做法标与
图纸设计信息无法同步更新的问题，团队开发了材料做法正逆向
生成工具，实现了材料做法、设计净高、规范标准的实时联动。
 

图 11  材料做法模块设计架构图

三、设计工具适应性研发

工具内置防火规范库、工程做法库、常用材料库、规范化房间名
称库等基础数据库。软件自动提取Revit模型的楼层、房间名称、
房间面积、房间净高信息，以房间为单位添加工程做法。

在编辑材料做法的同时，工具会根据项目设置的“建筑类别” 、
“建筑规模“等信息，与内置规范库联动，自动生成所选材料的

图 12  自主材料做法软件操作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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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块化集成设计与数模协同交付，指将模型附带的空间几何及属
性数据，与设计团队处理的性能、工艺做法、规范以及经济等纯
数据信息，通过族ID实现两者关联，进而实现数模协同交付。模
块化集成设计与数模协同交付，转变了所有信息必须图形化表达
的这一观点，通过信息的适度调整实现了轻量全息的目标，解决
了图形文件与属性信息之间的直接关联问题。
 

图 14  模块化集成设计与数模协同交付机房大样图

广州腾讯总部项目的消防泵房、生活热水泵房、变配电室、等机
房均通过数模协同实现交付。交付内容，不仅完整地表达了设
备、土建空间、管线之间错综复杂的几何关系，同时设备携带产
品的属性参数，为设计进入建造流程提供和准确完整的技术基
础。同时，集成化、模块化的各类机房，也成为设计团队的技术
积淀，推动了设计过程的精细化和标准化。

通过广州腾讯总部项目，不难看出工业化水平整体提升与数字化
转型并行的中国建筑行业，正在经历着从思想、目标、方法到工
具的全面升级。在工程实践领域通过全过程三维协同与精细化控
制、全专业参与的正向BIM设计、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化设计、
适应性设计工具自主研发等策略，逐步实现了从二维媒介到三维

四、模块化集成设计与数模协同交付

设计、从专业划分到技术集成、从图纸交付到模型交付的系列转
变；基本解决了建筑设计信息一致性、三维设计时效性、设计成
果标准化、三维交付完整性等系列工程问题，形成了基于BIM的
三维协同设计导则，保证了工程的高品质与精细化。

【项目承担单位】

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【项目团队成员】

BIM设计负责人：国萃、徐文、王斌、贾佳佳、吕志伟、王瑞英   
设计总负责人：张浩、马泷、李敏茜、徐文；
建筑专业负责人：赵雯雯、国萃、刘家旺 ； 
结构专业负责人：束伟农、靳海卿、黄泰赟 ；
设备专业负责人：韩维平、谷现良、张慎、叶军、周艺；
电气专业负责人：陈钟毓、周陶涛

燃烧性能，并校验做法表与防火规范数据的一致性，保证项目材
料做法的合规性。

在工程做法库界面，可自行定义和收藏工程做法，将优秀工程做
法应用到其它项目，实现优秀工程做法数据存储与再利用。室内
材料做法表可通过“反写”功能，将区域、做法名称、燃烧性能
信息反写至模型的房间属性中（实例参数），保证模型信息的完
整性。

材料做法工具还具有“与做法库对比”功能，从做法库中选取的
工程做法若被修改，则会高亮显示；若系统自动生成的燃烧性能

被修改后，则会出现规范提示内容。便于定制具体项目的个性化
材料做法，重点提示审核要点。

图 13  材料做法软件操作过程

图 15 消防泵房模块化集成设计与数模协同交付炸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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